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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雲林縣居家式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 

第 1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2時 

貳、 地點：本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4樓女子館 

參、 主持人：張召集人麗善(林委員文志代理)         紀錄：簡妙芮 

肆、 主席致詞：介紹與會貴賓 

伍、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序

號 

提案 110/12/16 

會議決議情形 

會議執行情形 決議 

1 為保障受托幼兒

之健康，建請將居

家托育人員納入

公費流感疫苗接

種對象，提請討

論。 

110 年度由衛生局安

排使用本府自費採購

疫苗，提供未符合公

費流感疫苗接種對象

且有意願之居家托育

人員造冊施打。 

依照會議決議已

造冊並提拱名冊

給衛生局進行施

打，日前已開放

全民施打。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2 有關準公共化托

育服務購買價格

上限之臨時托育

費用部分，提請      

討論。 

調整本縣臨時托育費

用為 120 元/小時至

150 元/小時。 

依照會議決議修

訂，業於111年1

月6日公告至本

府社會處網站。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陸、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 山線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二、 海線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三、 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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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工作報告 

一、 中心服務情形： 

(一)托育人員就職概況 

(山線)1至 6月托育人員總數： 673  人，其中一般托育人員人數： 220  人；

親屬托育人員人數： 453  人，目前托育人員人數以：  斗六  區域占多數。 

(1) 一般托育人員： 

山線 

區域 斗六 斗南 古坑 林內 莿桐 西螺 二崙 崙背 總數 

托育員人數 124 33 14 4 11 30 2 2 220 

在職托育員 117 32 13 2 9 26 2 2 203 

待職托育員 7 1 1 2 2 4 0 0 17 

收托幼兒數 276 75 24 5 24 59 7 4 474 

加入準公共化數 117 33 12 4 10 29 2 2 209 

未加入準公共化 7 0 2 0 1 1 0 0 11 

未加入準公共化分析 1.超過 3歲/1   2.未收托/2    3.無意願加入/6    4.違反規定/2     

(2) 親屬托育人員： 

區域 斗六 斗南 古坑 林內 莿桐 西螺 二崙 崙背 總數 

托育員人數 194 68 21 29 51 48 22 20 453 

在職托育員 194 68 21 29 51 48 22 20 453 

待職托育員 0 0 0 0 0 0 0 0 0 

收托幼兒數 206 74 19 31 54 52 27 22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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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線) 1 至 6月托育人員總數： 562  人，其中一般托育人員人數： 173  人；

親屬托育人員人數： 389  人，目前托育人員人數以： 虎尾  區域占多數。 

(1) 一般托育人員： 

海線 

區域 虎尾 土庫 大埤 元長 褒忠 北港 水林 四湖 口湖 東勢 台西 麥寮 總數 

托育員人數 78 13 4 3 0 42 6 3 1 3 5 15 173 

在職托育員 69 11 4 1 0 36 4 1 0 2 4 15 147 

待職托育員 9 2 0 2 0 6 2 2 1 1 1 0 26 

收托幼兒數 166 25 8 2 0 65 7 2 0 4 8 40 327 

加入準公共

化數 
72 13 4 3 0 40 6 3 1 3 5 15 165 

未加入準公

共化 
6 0 0 0 0 2 0 0 0 0 0 0 8 

未加入準公

共化分析 

1.無加入意願/1 名    2.新登記/1 名   3.違反托育規定/1 名  

4.資格不符/3 名      5.未收托/2 名 

(2) 親屬托育人員： 

區域 虎尾 土庫 大埤 元長 褒忠 北港 水林 四湖 口湖 東勢 台西 麥寮 總數 

托育員

人數 
96 25 26 22 13 57 14 21 29 14 19 53 389 

在職托

育員 
96 25 26 22 13 57 14 21 29 14 19 53 389 

待職托

育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收托幼

兒數 
109 31 27 22 14 63 14 26 30 15 23 61 435 

(3) 托育人員總數與在職率：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山 92% 92% 93% 93% 92% 92% 

在職率 
海 86% 86% 87% 87% 86% 85% 

山 217 219 219 218 219 220 

一般托育員數 
海 168 168 165 166 170 173 

山 199 201 204 203 202 203 

在職數 
海 144 144 144 144 146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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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托兒概況 

1.中心所有托育人員收托狀況分析： 

收托狀況 祖孫托育 
一般托育 

親屬托育 

一般托育 

在宅 

一般托育 

到宅 

一般托育 

在宅+到宅 

山 453 6 186 17 17 
托育員數(人) 

海 389 23 133 16 24 

2.中心一般托育人員收托狀況分析： 

(1)幼兒數分析：一般托育員以托育 2名幼兒居多，3名次之。 

收托數 0 名 1 名 2 名 3 名 4 名 總計 

山 17 33 89 61 20 220 
一般托育員 

海 26 27 74 32 14 173 

 

(2)收托安置幼兒概況： 

區域 托育員人數 收托幼兒數 

山線 0 0 

海線 0 0 

 

(3)年齡層分佈分析：以 1-2 歲人數占多數，2-3 歲次之。 

年齡層(歲) 0-1 歲 1-2 歲 2-3 歲 3 歲以上 總計 

山 118 181 146 29 474 一般托育 

幼兒數(名) 海 77 112 91 47 327 

 

(三)托育人員個案訪視次數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總計 

山 131 117 128 99 72 80 627 

總案次 

海 199 143 276 200 394 262 1474 

山 3 2 3 1 3 2 14 新登記 

(環境檢核) 

初次家訪 海 1 0 2 1 3 2 9 

山 23 18 22 16 9 18 106 

新收托訪視 

海 76 25 46 17 26 30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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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6 11 15 15 2 6 55 
例行訪視 

(一般托育) 海 17 25 31 38 26 28 165 

山 30 21 21 4 1 3 80 
例行訪視 

(祖孫托育) 海 29 21 38 19 30 11 148 

山 1 1 1 1 2 1 7 
加強/特殊訪

視 海 0 1 1 3 1 0 6 

山 0 0 0 0 2 0 2 

定期電訪 

海 1 0 5 6 60 49 121 

山 68 64 66 62 53 50 363 

即時電訪 

海 75 71 153 116 248 142 805 

即時電訪事項

(山線) 

受托兒狀況/、托育狀況與困難/ 、保親關係/、托育契約/ 

托育媒合/、托育補助/、登記制相關/、專業指導/ 

相關規定提醒/、資源提供與連結/、申訴事項/、相關活動/、其他/  

即時電訪事項

(海線) 

受托兒狀況/、托育狀況與困難/ 、保親關係/、托育契約/ 

托育媒合/、托育補助/、登記制相關/、專業指導/ 

相關規定提醒/、資源提供與連結/、申訴事項/、相關活動/、其他/  

 (四) 社區托育諮詢 

山線 

諮詢總人數 ___1847___人次 

諮詢對象 托育人員/642  家長/476  社區人士/698  其他/31 

諮詢方式 電話/1141  親訪/156  網路/550 1-6 月份 

諮詢事項 

托育媒合/325、托育補助/698、登記制/56、各項辦理活動/95   

保育相關/178、在職研習/422、職前訓練/39、資格證照/14   

育兒指導/10、申訴及危機與特殊通報/2、其他/8 

海線 

諮詢總人數 1517 人次(虎尾 1262 人、北港 255 人) 

諮詢對象 托育人員/782 家長/285 社區人士/438 其他/12 

諮詢方式 電話/740 親訪/404 網路/373 6-10 月份 

諮詢事項 

托育媒合/261  托育補助/560 登記制/115 各項辦理活動/29 

保育相關/258  在職研習/126 職前訓練/90 資格證照/5    

資源中心/16   申訴及危機與特殊通報或事宜/41  其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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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媒合轉介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總計 

山 13 8 10 13 10 8 62 
申 請 總 人

數 海 12 24 25 14 16 16 107 

山 9 4 6 4 2 2 27 

成功案數 

海 4 14 8 8 4 4 42 

山 0 0 0 1 1 0 2 
不 成 功 案

數 海 1 1 2 1 0 0 5 

山 4 4 4 8 7 6 33 

無需求 

海 7 9 15 5 13 12 61 

不成功原因綜合分析 無需求原因綜合分析 綜合分析(山線) 

 1. 與托育人員理念不合-1 案 

2. 時間不能配合-1 案 

1. 由親人(屬)托育/自行托育-13 案 

2. 無需求-2 案 

3. 幼兒送幼兒園/托嬰中心-4 案 

4. 讓其他中心托育人員收托-3 案 

5. 小產-1 案 

6. 原保母續約-1 案 

7. 疫情影響-4 案 

8. 失聯-5 案 

綜合分析(海線) 

 

1. 選擇托育員 1 名 

2. 托育費無共識 1 名 

3. 托育時間特殊 1 名 

4. 家長找到其他托育資源 1名 

5. 其他：因疫情影響 1名 

1. 家長找到其他托育資源 21 名 

2. 家長決定自行托育 23 名 

3. 未提供媒合名單，僅是詢問 6 名 

4. 家長失聯 8名  

5. 無保母可提供 1名 

6. 其他 2 名 

(六)準公共托育補助申請量 

月份 總案 舊案 新案 當月滿兩歲 停托 停止申請 

山 399 376 23 12 12 0 

1 月 
海 246 232 14 1 11 0 

山 404 384 20 11 6 0 

2 月 
海 251 234 17 5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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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412 391 21 21 7 0 

3 月 
海 252 237 15 2 4 0 

山 417 397 20 10 2 0 

4 月 
海 255 246 9 2 7 0 

山 416 400 16 13 2 0 

5 月 
海 261 247 14 5 10 0 

山 423 403 20 9 8 0 

6 月 
海 260 247 13 2 6 0 

 

(七)祖孫托育補助申請量 

月份 總案 舊案 新案 當月滿兩歲 停托 

山 494 459 35 15 0 
1 月 

海 464 436 28 23 2 

山 495 476 19 25 0 
2 月 

海 454 439 15 15 1 

山 491 469 22 25 0 

3 月 
海 457 438 19 22 1 

山 482 466 16 20 0 

4 月 
海 452 434 18 24 0 

山 484 462 22 17 0 

5 月 
海 443 428 15 22 1 

山 485 467 18 28 1 

6 月 
海 435 420 15 2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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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托育人員在職訓練 

山線(辦理時數共 32 小時)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類別 課程名稱 時數 參與人次 

09:00-12:00 3 
3 托育托育服務規畫及評估- 

認識自己、受托兒及其家庭 
3 

1 
3/12 

(六) 
13:00-16:00 

雲林縣兒童福
利服務中心 4F 

4 
4 兒童保育-各階段兒童餐點設

計原則 
3 

上-72 人 

下-72 人 

共 144 人 

09:00-12:00 2 
2 兒童發展-嬰幼兒語言遊戲及

活動 
3 

2 
3/26 

(六) 
13:00-16:00 

雲林縣教師研

習中心 1F 
1 

1 兒童托育服務導論-兒童權利

公約 
3 

上-83 人 

下-83 人 

共 166 人 

09:00-12:00 3 
3 托育托育服務規畫及評估- 

  認識自己、受托兒及其家庭 
3 

3 
4/30 

(六) 
13:00-16:00 

雲林縣山線居
家托育服務中
心 

1 
1 兒童托育服務導論-兒童權利

公約 
3 

上-81 人 

下-81 人 

共 162 人 

09:00-12:00 1 
1 兒童托育服務導論-兒童權利

公約 
3 

4 
5/07 

(六) 
13:00-16:00 

雲林縣山線居
家托育服務中
心 

9 

9 托育人員自我成長及專業發展

- 

  社會資源的瞭解及運用 

3 

上-76 人 

下-76 人 

共 152 人 

08:00-12:00 6 
6 托育安全及危機處理- 

兒童急救技巧及演練  
4 

5 6/18 
(六) 

13:00-17:00 

雲林縣教師研
習中心 1F 

6 
6 托育安全及危機處理-基本救

命術 
4 

上-49 人 

下-49 人 

共 118 人 

總   計 32 742 

海線(辦理時數共 26 小時)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類別 課程名稱 時數 參與人次 

09:00-12:00 一 兒童權利公約與托育服務之運用 3 70 

1 
03/12 

(六) 
13:00-16:00 

北港 

二 嬰幼兒人格發展 3 59 

09:00-12:00 六 基本救命術之急救技巧與演練 4 68 

2 
04/10 

(日) 
13:00-16:00 

虎尾 

六 
基本救命術之幼兒事故傷害預防

與處理 
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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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八 嬰幼兒親子關係 3 81 

3 
05/22 

(日) 
13:00-16:00 

北港 

七 
嬰幼兒生活作息規劃及生活自理

能力練習 
3 82 

08:00-12:00 三 托育評估與調整 3 105 
4 

06/26 

(六) 
13:00-17:00 

虎尾 
九 居家托育人員家庭管理 3 95 

總   計 26 617  

三、 社區宣傳活動 

 山線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參與人次 

1 1/8 10:00-12:00 斗六市人文公園 

配合斗六市公所辦理 

「2022 斗六茂谷柑節及年貨

市集系列活動」進行宣導 

250 

2 1/22 17:30-18:30 藝術水岸園區 

配合斗六市公所辦理 

「2022 斗六春節光雕燈會」

進行宣導 

75 

3 3/26 07:15-08:15 莿桐公園 

配合莿桐鄉公所辦理 

「2022 莿桐鄉樂活踩風健行

活動」進行宣導 

74 

4 4/2 09:00-10:00 林內觸口 

配合林內鄉公所辦理 

「2022 玩聚林內 與蝶同樂」

進行宣導 

67 

5      

總      計 466 

 

海線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參與人次 

1 111.02.11 1600-1800 
虎尾民族路與信

義路交界口 

配合虎尾燈會元宵晚會活動

進行社區宣導活動 
200 

2 111.02.14 1600-1800 北港朝天宮附近 
配合北港燈會活動進行社區

宣導活動 
150 

3 111.04.03 0800-1200 
麥寮城鄉運動公

園 

配合「孩子們的童樂會」辦

理社區宣導活動 
120 

4 111.04.04 1000-1200 褒忠夜市 
配合「褒忠童樂會」辦理社

區宣導活動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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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1.04.08 1800-1900 
元長鄉五塊村社

區活動中心 

配合「盆偶時光站」辦理社

區宣導活動 
46 

6 111.04.19 1730-2100 北港鎮各街道 
配合藝閣遶境踩街活動進行

社區宣導 
1100 

7 111.06.15 1000-1200 

雲林縣人民團體

聘雇人員職業工

會教室 

配合托育人員專業訓練班進

行社區宣導 
103 

8 111.06.18 0800-1000 
口湖鄉椬梧滯洪

池(北池) 

配合梧愛吾家動起來牽起世

代祖孫情健走活動進行社區

宣導 

300 

總      計 2204 

四、 托育人員協力圈活動 

山線 

序號 組 別 活動日期 協力圈主題 參加人數 

1 A7 111.01.14 中心宣導(組長、副組長改選) 19 

2 A1 111.01.15 
尾牙聚餐、交換禮物、抽獎、選今年組

長 
16 

3 A6 111.01.15 中心宣導 9 

4 A5 111.02.12 新春愉快相見歡 18 

5 A8 111.02.12 保母托育交流、展望未來 11 

6 A4 111/02.26 宣導 111 年度活動摘要工作事宜 10 

7 斗南一組 111.03.05 新年度注意事項及衛生所宣導 15 

8 斗南二組 111.03.05 新年度注意事項及衛生所宣導 15 

9 A2 111.03.13 中心宣導~規章討論 20 

10 A8 111.04.16 繪本與托育兒互動 12 

11 A1 111.05.15 疫情間收托問題討論 15 

12 A8 111.06.03 郊外野餐、準公托資料填寫 10 

13 西螺一組 111.06.11 準公共簽訂 12 

14 西螺二組 111.06.11 準公共簽訂 14 

15 A5 111.06.18 
後疫情時代托育問題分享與檢視契約內

容 
18 

總   計 214 

 

 

 

 



 11 

海線 

序號 組 別 活動日期 協力圈主題 參加人數 

1 第四組 2 月 19 日 學習佈置安全托育環境 26 

2 第六組 2 月 20 日 製作教具五官娃娃 18 

3 第一組 2 月 26 日 DIY 幼兒小包包 24 

4 第二組 3 月 5 日 果凍花 DIY 31 

5 第三組 3 月 5 日 托育日誌分享 Q&A 17 

6 第五組 3 月 6 日 認識北港燈會原鄉 35 

7 第七組 3 月 19 日 自製教具（顏色配對） 22 

8 第九組 3 月 19 日 保媽紓壓之旅 18 

總   計 207 

 

五、資源中心 1-6 月使用： 

(一)圖書玩具外借統計 

 

六、中心人員在職研習 

山線 
序號 日期 研習課程內容 時數 

1 3/26 兒童權利公約 3 

2 6/18 兒童急救技巧及演練、基本救命術 8 

總    計  

 

 

 

類別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人數 總計 

山 23 18 20 15 14 16 50 106 
圖書 

海 28 18 24 19 10 15 27 114 

山 27 25 22 17 12 14 56 117 
教玩具 

海 15 12 21 15 12 16 21 91 

山 50 43 42 32 26 30 106 223 
總數 

海 43 30 45 34 22 31 49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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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線 
序號 日期 研習課程內容 時數 

1 1110312 兒童權利公約與托育服務之運用 3H*2 名 

2 1110410 基本救命術之急救技巧與演練 4H*2 名 

3 1110410 基本救命術之急救技巧與演練 4H*2 名 

4 1110425 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課程 6H*3 名 

5 1110625 111 年度早期療育篩檢種子人員培訓課程 3H*1 名 

6 1110627 
111 年度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訪視輔導人員增能培訓

計畫之督導工作、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經營管理  
6H*1 名 

總    計 49H 

  

七、預計辦理活動 

山線 

日期 自辦          配合 活動 

7/3 配合 
配合「111 年度雲林縣祖孫托育人員訓練

課程(斗六班)」辦理社區宣導活動 

7/9 自辦 第六場托育人員在職研習課程 

7/23 自辦 第七場托育人員在職研習課程 

8/13 自辦 第八場托育人員在職研習課程 

8/27 自辦 第九場托育人員在職研習課程 

9/17 自辦 第十場托育人員在職研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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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線 

日期 自辦          配合 活動 

111.07.02 配合 
配合土庫我最行健走活動進行社區宣導

活動 

111.07.09 自辦 111 年度第五場托育人員在職訓練 

111.07.23 配合 
配合互動式親子故事屋進行社區宣導活

動 

111.07.24 配合 
配合祖孫托育人員訓練北港班進行社區

宣導活動 

111.08.06 自辦 
配合小手牽大手親子手作廚房活動進行

社區宣導活動 

111.08.21 配合 
配合祖孫托育人員訓練虎尾班及進行社

區宣導活動 

111.08.26 自辦 111 年度第六場托育人員在職訓練 

111.09.03 自辦 111 年度第七場托育人員在職訓練 

111.09.17 配合 
配合托育人員專業訓練班進行社區宣導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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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社會處工作報告                         

一、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業務報告： 

（一） 本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聯繫會報業於 111 年 4月 22 日假本縣婦女福

利服務中心 4樓女子館辦理完畢，計 6人與會。 

（二） 111 年度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外聘督導會議，山線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業

於 111 年 3月 31 日及 6月 7日 7辦理完畢；海線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業於 111 年 3月 29 日及 5月 4日辦理完畢。 

（三） 簽約準公共化居家托育人員截至 111 年 6月 22 日止，合格登記保母

計 390 位，可簽準公共化保母計 388 位，目前簽約保母總計 374 位，

簽約率為 96.39％(簽約數 388 除以可簽準公共化保母數 374)。 

（四） 本縣目前有 7間私立托嬰中心簽約完成準公共化，可收托人數 185

人，目前收托人數 174 人，準公共化收托率達 94.1％。 

（五） 本府 111 年度開辦 3期祖父母免費參訓托育人員訓練課程，開課鄉鎮

分別於斗六 1班、北港 1班、虎尾 1班，結業人數預計 225 人。目前

斗六班已結業，人數 65人。 

（六） 111 年度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本府委託社團法人雲林縣保母協會及

雲林縣幼兒托育職業工會辦理，總計開辦 5班，其中 2班申請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補助辦理、3班學員自付學費班，學員人數

預計 226 人領取結業證書(目前已有 1班於 110 年 4 月 24 日結業，計

49 名學員領取證書)。 

（七） 111 年度本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分為山線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及海

線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截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具有居家式托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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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登記證書人數總計 478 人。 

居家托育

服務中心 

委託單位 服務鄉鎮 合格登記居家

托育人員人數 

山線 社團法人雲林縣

社會福利發展協

會 

斗六、古坑、斗南、林內、

莿桐、西螺、二崙、崙背 

256 

海線 雲林縣幼兒托育

職業工會 

虎尾、土庫、元長、褒忠、
北港、水林、東勢、口湖、
四湖、台西、大埤、麥寮 

222 

二、 托嬰中心辦理情形 

    （一）、立案托嬰中心督導及管理 

  1.本縣立案托嬰中心收托狀態表： 

托嬰中心名稱 托嬰中心狀態 
目前收托人數 

(統計至 6月 30 日) 

1 雲林縣私立安吉兒托嬰中心 20 20 

2 雲林縣私立傳家寶托嬰中心 31 29 

3 雲林縣私立優寶托嬰中心 28 25 

4 雲林縣私立愛寶托嬰中心 30 30 

5 雲林縣私立康橋托嬰中心 26 21 

6 雲林縣私立樂陶陶托嬰中心 50 50 

7 雲林縣私立蓁心托嬰中心 23 23 

8 雲林縣私立榮育兒托嬰中心 33 33 

9 雲林縣私立愛子托嬰中心 35 35 

10 雲林縣私立咪尊托嬰中心 17 16 

11 雲林縣北港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12 12 

12 雲林縣西螺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35 30 

13 雲林縣虎尾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30 25 

 合計 370 349 

 備註： 收托率(94.3%) 

  2. 111 年 1-6 月總計辦理 13次托育家長電話訪問、19 次訪視輔導、3次

稽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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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準公共化托育補助及祖孫托育補助： 

    （一）未滿 2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費用 111 年 1月至 111 年 6月受益

人次計 5,312 人次，總補助金額計新台幣 3,368 萬 1,500 元整。 

（二）祖孫托育補助 111 年 1 月至 111 年 6 月受益人次計 5,635 人次，總

補助金額計新台幣 1,208 萬 5,500 元整。 

四、預計 111 年度下半年工作計畫： 

（一） 本府祖孫托育人員訓練課程，持續進行中。 

（二） 本府預訂於 9月分別召開第 2次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聯繫會報。 

（三） 本縣居家式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預訂於 12月分別召開第 2次會議。 

（四） 按月審核並撥款準公共化托育補助及祖孫托育補助。 

（五） 辦理準公共化托育補助及祖孫托育補助案件年度總清查。 

（六） 辦理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換發登記證書及審核事項。 

（七） 稽查未登記居家托育人員並輔導轉為登記保母。 

（八） 辦理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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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林明臻委員 

    案由一：有關居家式托育收費-調整托育薪資，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托育人員收費項目及基準，係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及「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管理辦法」

相關規定，邀請專家學者及代表，審酌轄內物價指數及

當地區家庭可支配所得，依托育服務收托方式(在宅或到

宅)分區訂定，除托育費用外，另得收延長托育費用、副

食品及節慶獎金。 

二、 根據勞動部統計資料庫查詢可發現，雲林縣家庭可支配

所得從民國 97 年為新台幣 64 萬 3,980 元整至 109 年為

新台幣 83 萬 718 元整，以上數據可發現家庭可支配所得

均有上漲，但民國 97 年至 111 年雲林縣收費未做調整，

物價逐年上漲，懇請對本縣居家式托育人員收費標準重

新審議。 

     業務單位擬具意見： 

一、 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

公共服務作業要點第 9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審酌

轄內物價指數、當地區最近二年托育服務收費情形，及行

政院主計總處公告當地區最近二年家庭可支配所得，依服

務提供方式分區訂定簽約收費上限，並公告之。前項所定

簽約收費上限，日間托育費用部分扣除政府協助支付之費

用外，每名幼兒托育費用支出最高不得超過當地區家庭可

支配所得之百分之十五。 

二、 本縣 109 年度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每月 69,226 元，準公共

化托育補助每月 7,000 元，依上揭規定，托育支出最高上

限可為 17,384 元，並予敘明。(附件一) 

三、 其他縣市「居家托育準公共化收費上限/家庭支配所得」，

彰化縣為 14,000 元/845,399 元、南投縣為 1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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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536 元，嘉義縣為 15,000 元/781,236、嘉義市 15,220

元/1,045,590 元、屏東縣 15,750 元/891,979 元，本縣收

費上限分區為 14,000 至 15,000 元。 

四、 本縣家庭可支配所得並未超過嘉義市、南投縣、彰化縣、

屏東縣，雖自 97年起本縣托育費並無調漲，但托育費一直

是鄰近縣市比例相對高標，先予敘明。 

五、 考量物價指數調漲，精算本縣 108 年家庭支配所得為

797,654 元，109 年家庭支配所得為 830,718 元，計算托育

支出成長為 413 元 （830,718 元-797,654 元＝33064÷12×

15%＝413 元），建議調整托育費 400 元整，並以新契約為

主，調新不調舊。 

     決議：請於會後調查收托家長有關調整收托費用之意願及調整金

額接受度，另參考台中市有關準公共化居家托育人員收費

調整個案審議機制，保留至下次召開會議時另案說明。 

 

提案單位：社會處(代蓁心托嬰中心提案) 

    案由二：建請提高雲林縣私立托嬰中心收費標準上限，增加托嬰

中心收退費項目及收取學期註冊費，並依勞基法時薪規

定，訂定延長托育費、逾時費、臨托費，提請討論。 

   說明：參照衛生福利部社家署頒訂之托嬰中心定型化契約第六點

服務費用內容，明訂有收費項目：註冊費、延長托育費、

逾時費。惟本縣公布之托嬰中心收退費標準中的項目並無

註冊費，為符合時宜，因應物價上漲、人事成本等通貨膨

脹狀況之運營成本之漲幅，重新檢視和定義服務費用項目

及內容並增列之。 

辦法：本縣托嬰中心收退費標準內容項目，增設註冊費、延長

托育費、逾時費等項目及收費內容。 

1. 註冊費：每學期 15000-18000 元區間，平均每月

1500-3000，用以維護校舍、器材、設備、人事福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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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延長托育費、逾時費、臨托費：此三種費用以勞基法訂

定之時薪計算之，用以其增加之托育期間之人事費、加

班費、水電等支出。 

      業務單位擬具意見： 

1. 依衛生福利部 111年 3月 22日檢送之托嬰中心定型化契

約，訂有註冊費項目，惟註冊費必須平均納入各月月費

計算，目前本縣托嬰中心月費上限為 1萬 3,000 元整，

除康橋、愛子及樂陶陶托嬰中心外，其餘中心已達收費

上限，爰尚未調整月費收費上限前，不宜增訂註冊費。 

2. 經調查鄰近各縣市，屏東縣、嘉義市托嬰中心有收取註

冊費，彰化及南投托嬰中心則僅收取月費，嘉義縣托嬰

中心可收取註冊費。 

3. 另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

及準公共服務作業要點第 9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審酌轄內物價指數、當地區最近二年托育服務收費情

形，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當地區最近二年家庭可支配

所得，依服務提供方式分區訂定簽約收費上限，並公告

之。前項所定簽約收費上限，日間托育費用部分扣除政

府協助支付之費用外，每名幼兒托育費用支出最高不得

超過當地區家庭可支配所得之百分之十五。本縣 109 年

度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每月 69,226 元，準公共化托育補

助每月 7,000 元，依上揭規定，月費最高上限可為 1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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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並予敘明。 

4. 查其他縣市準公共化收費上限，彰化縣為 16,800 元、南

投縣為 15,500 元，嘉義縣為 15,000 元、嘉義市 15,667

元、屏東縣 15,750 元，建議本縣收費上限可做調整。 

5. 他縣市延托及逾時費上限訂定情形，查彰化縣、嘉義市

依勞動基準法時薪訂定，嘉義縣僅訂定延托費每小時 150

元。 

6. 1 位托育人員為照顧延托(逾時)幼兒，中心給付加班費 1

小時約為 156 至 166 元，本縣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平日延

托費為 80元，未加準公共化則為 120 元，為符合物價及

薪資水準，建議延托費、逾時費調整為 130 元/時。至於

臨時托育因非屬常態，建議以不超過 150 元/時為原則。 

     決議：請先修正「雲林縣居家式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針對要點名稱及委員會代表及委員會之任務予以修訂，並俟

要點修正頒訂後再另行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代蓁心托嬰中心提案) 

    案由三：建議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居托委員會增列托嬰中心代表，提

請討論。 

   說明：雲林縣之托嬰中心收退費內容乃依照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居托

委員會公告之收退費標準，但目前居托委員會名單上僅有居

家托育人員代表，並無托嬰中心代表，居家托育人員和托嬰

中心經營上之業務相差甚鉅，為使居托委員會之委員更了解

托嬰中心業務內容及相關需求，爭取設置托嬰中心代表席次

於委員會名單中。 

辦法：建議增加兩名托嬰中心代表席次於委員會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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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單位擬具意見： 

1. 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

公共服務作業要點第 9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審酌

轄內物價指數、當地區最近二年托育服務收費情形，及行

政院主計總處公告當地區最近二年家庭可支配所得，依服

務提供方式分區訂定簽約收費上限，並公告之。爰本府於

107 年由居托委員會訂定本縣托嬰中心收費標準。 

2. 參酌其他縣市，台中市、彰化縣、嘉義市、屏東縣、嘉義

縣係成立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討論托育制度相關問題，有

托嬰中心代表參與(嘉義縣係因托嬰中心無意參加，故名

單無托嬰中心)。  

3. 建議研議成立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後，納入托嬰中心代表 

     決議：請修正「雲林縣居家式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名稱，

並將托嬰中心代表納入委員會之代表。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主席結論：略。 

壹拾、 散會：同日下午 15 時 45 分。 


